
第 ９０ 卷 　 第 ７ 期

２０１６年７月 １５９８～１６０７
　　　地　质　学　报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９０Ｎｏ．７２０１６

Ｊｕｌｙ１５９８～１６０７

注：本研究受到科技攻关项目：科技支撑项目：西部优势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技术及应用研究（编号：２００６ＢＡＢ０１Ａ０１）、国土资源大调查项

目：全国 重 要 矿 产 总 量 预 测 （编 号：１２１２０１０６３３９０５、１２１２０１０７３３８０６、１２１２０１１１２１０４０）、全 国 矿 产 资 源 潜 力 动 态 评 价 （编 号

１２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３）联合资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０；改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０８；责任编辑：郝梓国，黄敏。

作者简介：孙莉，女，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矿产资源评价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２６号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邮

编：１０００３７。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ｌｉ０７２７＠１６３．ｃｏｍ。通讯作者：肖克炎，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矿产资源评价研究，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

万庄大街２６号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邮编：１０００３７。Ｅｍａｉｌ：ｋｙａｎｘｉａｏ＠ｓｏｈｕ．ｃｏｍ。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资源特征与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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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含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分地区、广东省西南部分地区以及海南省全部。

该区位于欧亚板块、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接合区。大地构造属于武夷云开岛弧系。本文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找矿

突破为基础，通过综合分析，在该地区划分新的重要成矿部署区带，并命名为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本区成矿

地质条件优越，矿产丰富多彩。目前已涌现像抱伦金矿、富湾铅锌银矿、大降坪硫铁矿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型、超大

型矿床。对本成矿带的矿床成矿特征进行了研究，划分了１４个成矿系列，建立了成矿谱系，并对资源潜力进行了

评价。研究区主要矿床类型为沉积变质型、热水沉积型、热液脉型、接触交代型、斑岩型和表生型。成矿受构造作

用影响明显。在此基础上，部署了广东云浮地区金、银、铁矿重点远景区、广西陆川地区金银一般远景区、海南石碌

铁、金矿一般远景区。为指导本区勘查工作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成矿特征；重要矿产；找矿潜力

　　该带位于广州西南部，包括了广西省东部、广东

省西南部及海南省。区带面积约１０．７３×１０４ｋｍ２

（图１）。该带的西北界为为南岭 ＷＳｎＭｏＢｅ

ＲＥＥ（ＰｂＺｎＡｕ）成矿带南界，南部将海南岛全部

包括进来，由于海南省近年找矿有一定进展，包括石

碌铁矿、抱伦金矿等，因此将海南省整个纳入此成

矿带。

成矿区带划分，该带包括粤中（坳陷）ＲＭＳｎ

ＷＵＡｕＡｇＣｕＰｂＺｎ水晶－萤石－高岭土成矿

带、云开（隆起）Ｓｎ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ＭｏＷＮｂＴａＭｎ

成矿亚带、阳春（坳陷）ＣｕＰｂＺｎＦｅＳｎＷ硫铁矿

成矿带以及海南成矿区。

１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基本特征

１１　分布范围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的西北界为为南岭

ＷＳｎＭｏＢｅＲＥＥ（ＰｂＺｎＡｕ）成矿带南界，南部将

海南岛全部包括进来，由于海南省近年找矿有一定

进展，包括石碌铁矿、抱伦金矿等，因此将海南省整

个纳入此成矿带。区带约面积１０．７３万平方千米。

１２　成矿特征

１２１　主要成矿区带

依据研究区区域成矿地质特征、成矿构造环境

和诸多控矿因素并结合典型矿床分布情况，在本成

矿区带可划分４个Ⅲ级成矿带（徐志刚等，２００８；图

１），即粤中（坳陷）ＲＭＳｎＷＵＡｕＡｇＣｕＰｂＺｎ

水晶－萤石－高岭土成矿带、云开（隆起）ＳｎＡｕ

ＡｇＰｂＺｎＭｏＷＮｂＴａＭｎ成矿亚带、阳春（坳陷）

ＣｕＰｂＺｎＦｅＳｎＷ硫铁 矿 成 矿 带 以 及 海 南 成

矿区。

１２１１　粤中（坳陷）犚犕犛狀犠犝犃狌犃犵犆狌犘犫

犣狀水晶－萤石－高岭土成矿带

　　曾是华夏陆块南缘早加里东造山带，并经历了

晚古生代－中三叠世稳定型陆表海发展阶段。南华

系－寒武系浅变质碎屑岩 Ｗ 丰度（１０×１０－６～６３

×１０－６）高出地壳丰度６～４０倍（转引自陈毓川等，

１９８９）。该区在晚印支－早燕山旋回仍保持滨海环

境，发育滨海－湖沼相碎屑岩夹中酸性火山岩。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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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区带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ＧｕａｎｇｘｉＭｅｔａｌｌｏｅ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１—成矿带；２—三级成矿带；３—金矿；４—铅锌矿；５—铁矿；６—钼矿；

７—银矿；８—锰矿；９—铝土矿；１０—锡矿；１１—特大型矿；１２—大型矿

Ⅲ８４—粤中坳陷成矿带；Ⅲ８５１—云开隆起成矿亚带；Ⅲ８５２—阳

春坳陷成矿亚带；Ⅲ９０—海南成矿区

１—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２—Ｌｅｖｅｌ３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３—Ａｕｄｅｐｏｓｉｔ；

４—ＰｂＺ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５—Ｆ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６—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７—Ａｇｄｅｐｏｓｉｔ；８—

Ｍ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９—Ｂａｕｘ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１０—Ｓ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１１—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１２—Ｌａｒｇ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Ⅲ８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Ⅲ８５

１—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ｏｆＹｕｎｋａｉＲｉｓｅ；Ⅲ８５２—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ｏｆ

Ｙａｎｇｃｈｕ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Ⅲ９０—Ｍｅｔａｌｌ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ｏｆＨａｉｎａｎ

后，沿政和－大埔断裂带和莲花山断裂带发生强烈

的酸性和中酸性岩浆喷发和侵入，火山作用及其产

物相似于闽浙沿海，但起始稍早（Ｊ２ 末）。燕山早期

侵入岩沿ＮＥ向断裂构成巨大花岗岩带。燕山晚期

花岗岩（１２０～８２Ｍａ）产于沿海地区，粤闽交界处有

晶洞钾长花岗岩，显示晚期岩浆作用由 ＮＷ 向ＳＥ

退缩，构造环境由挤压转为拉张，伴有Ｋ２１～Ｋ２ 的断

陷盆地形成。该区火山岩和花岗岩类具较低犐ｓｒ

值，如莲花山钨矿区火山岩犐ｓｒ＝０．７０５９及０．７０５９

～０．７０９８，花岗岩犐ｓｒ＝０．７０９６，塌山锡矿区燕山早

期花岗岩犐ｓｒ＝０．７０３９～０．７０６２，显示壳源型岩浆可

能受俯冲大洋岩石圈局部熔融岩浆的影响。在该构

造－岩浆带内矿产甚丰，主要是与酸性－中酸性侵

入岩有关的热液型和部分斑岩型、矽卡岩型 ＷＳｎ

Ｆｅ（ＣｕＭｏ）矿化，故矿产特征有异于闽浙沿海，而相

似于赣南地区。矿床主要受ＮＥ向莲花山断裂带和

一些ＮＷ 向断裂交汇部位控制，并大致以莲花山断

裂为界，北部主要为 Ｗ（ＳｎＣｕＦｅ）矿化和南部的主

要为Ｓｎ（Ｗ）矿化。

１２１２　云开（隆起）犛狀犃狌犃犵犘犫犣狀犕狅犠犖犫

犜犪犕狀成矿亚带

　　曾是华夏陆块西南缘的早加里东造山带，并经

历晚古生代－中三叠世陆表海发展阶段，但又受西

侧钦防华力西－印支海槽影响的隆起区，因而该地

区发育以加里东期为主、包括晚华力西期－印支期

混合岩、混合花岗岩和准原地重熔花岗岩及大量伟

晶岩，伴生含锡伟晶岩型铌钽矿床（如横山，年龄

２３６～２１１Ｍａ）及构造破碎带内蚀变岩型金矿（如河

台）。在燕山旋回，该地处于华南巨型隆起核部的西

南段，距库拉（太平洋）板块俯冲带及继之的西太平

洋古陆与欧亚大陆碰撞带较远，因而构造－岩浆活

化较晚，至Ｋ１ 才沿博白－梧州断裂和吴川－四会

断裂形成若干断陷盆地，发育英安质火山岩和花岗

岩类侵入，形成Ｓｎ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ＭｏＷＮｂＴａ成

矿带。矿化类型有４类：１与Ｓ型花岗岩有关的锡

矿化，如银岩斑岩型锡矿床及九曲岭和旗山热液型

锡矿床；２与ＳＩ型花岗闪长岩有关的钼（钨）和铅锌

矿化，如佛子冲矽卡岩型铅锌矿床、油麻坡和南和钨

钼矿床及坡子营和鸡笼山钼矿床；３构造破碎带蚀

变岩型金银矿化，如河台和金利金矿床，庞西洞和金

山银矿床；４伟晶岩型铌钽云母矿化，如横山铌钽矿

和石洞云母矿床。此外，在三水盆地中，除有形成于

Ｊ３－Ｋ
１
１ 时期的长坑金矿床外，还有形成于新生代的

富湾大型银矿床（成矿年龄３５～３９Ｍａ±）和西樵山

银矿床，后者赋矿于早第三系华涌组粗面岩中。三

水盆地中银成矿作用对于解析中国东部新生代成矿

作用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１２１３　阳春（坳陷）犆狌犘犫犣狀犉犲犛狀犠硫铁矿成

矿带

　　是粤东早加里东造山带中的一个华力西－早印

支断陷区，发育稳定型砂页岩和碳酸盐岩。在燕山

旋回，本区在较弱的挤压应力作用下，发生三次花岗

岩类侵位（１７２～１４２Ｍａ，１２６～１１１Ｍａ和８１～８２

Ｍａ），并形成ＣｕＰｂＺｎＳｎ成矿带。成矿作用主要

与中期花岗闪长岩有关的矽卡岩型ＣｕＰｂＺｎ（Ｆｅ）

硫铁矿矿化，形成石录铜矿床（大型并以产晶形完美

的蓝铜矿而闻名）、天堂铅锌铜矿床（中型）和黑石岗

硫铁矿床（大型）。另一类是与花岗岩有关的热液型

Ｓｎ（ＷＰｂＺｎ）矿化，如锡山锡钨矿床（中型）和崩坑

锡钨铅锌矿床（中型）。

１２１４　海南成矿区

在燕山期是—隆起区，发育与印支期构造破碎带

和花岗岩有关的ＡｕＭｏ（ＰｂＺｎ）等矿化，如破碎带蚀

９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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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岩型二甲和不磨金矿床，石英脉型抱伦金矿床、富

文金银矿床和斑岩型石门山钼矿床。此外，在海南

岛的沿海地区有多个钛铁矿砂矿床。海南岛北部有

由新生代玄武岩风化而成的红土型铝土矿床。

１２２　主要成矿期次

区内成矿历史较长，期次较多。最早的成矿作

用发生在新元古代，其火山沉积作用奠定了海南石碌

富铁矿富矿的成矿基础，是本区富铁矿最主要的成

矿期次。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

形成了一系列的钨、钼、稀土等矿床，是本区与岩浆作

用有关的成矿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一期。另外，该期

岩浆作用也对石碌铁矿有一定的改造作用。进入新

生代以来，本区的成矿作用以表生作用和沉积作用为

主，形成了风化、坡积、残积淋滤矿床及砂矿（表１）。

表１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成矿谱系简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犪犫犾犲狅犳狅狉犲犱犲狆狅狊犻狋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犻狀犎犪犻狀犪狀犠犲狊狋犲狉狀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犌狌犪狀犵狓犻犕犲狋犪犾犾狅犲犵犲狀犻犮犅犲犾狋

成矿旋回 成矿系列 成矿地质环境 典型矿床

新生代 第四纪 Ｑ

与陆相表生风化、残积、淋滤有关的Ｆｅ、Ｍｎ、Ａｇ稀

土高岭土矿床成矿系列

与山麓、河流冲洪积作用有关的钨、金红石、铌钽矿

砂矿矿床成矿系列

与深海沉积作用有关的金红石、石英砂矿床成矿

系列

台湾弧陆碰撞造山

陆川清湖稀土矿、广西石牙

铝土矿、广西武宣县禄新铝

土矿

中生代

燕山期

印支期

晚

中

早

晚

与陆相蒸发岩建造有关的石膏矿床成矿系列

与中－浅成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Ｃｕ、Ｐｂ、

Ｚｎ、Ａｕ、Ａｇ矿床成矿系列

与壳源花岗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 Ｗ、Ｓｎ、Ｍｏ、Ｂｉ稀

有稀土矿床成矿系列

与浅成－超浅成中酸性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Ｃｕ、

Ｍｏ、Ｗ、Ｓｎ、Ａｕ矿床成矿系列

与中－酸性岩浆陆相喷发－沉积作用有关的Ｆｅ、

Ｐｂ、Ｚｎ、Ａｕ、Ａｇ矿床成矿系列

与中、酸性岩浆侵入－喷发活动有关的Ｆｅ、Ｃｕ、Ｗ、

Ｓｎ、Ｐｂ、Ｚｎ、Ａｇ、Ａｕ矿床成矿系列

与动力变质、酸性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 Ａｕ、Ｐｂ、Ｚｎ

矿床成矿系列

与构造－岩浆活动有关的 Ａｇ、Ｐｂ、Ｚｎ矿床成矿

系列

陆块 裂 陷 板 块 内 成

盆、陆缘造海岩浆喷

发－侵入鼎盛时期

印支造山花岗岩浆侵

入作用

广东富湾银矿，广西油麻坡

钨钼矿

“海南”抱伦金矿

晚古生代 华力西期 中 与海相化学沉积作用有关的Ｆｅ、Ｍｎ矿床成矿系列
褶皱基底裂陷浅海相

盖层沉积

早古生代

新元古代

加里东期 晚

兴凯期

与海相化学沉积作用有关的锰、磷矿床成矿系列

与海底火山喷发－沉积作用有关的铁铜银矿床成

矿系列

南华裂谷海槽发展演

化消亡华夏古陆碎裂

沉于水下

云浮大降坪硫铁矿

海南岛石碌铁矿

１３　成矿成因类型及典型矿床

１３１　主要成因类型

区内矿床成因类型复杂，主要有沉积改造型矿

床（海南石碌铁矿）、热水沉积型（云浮硫铁矿）、热液

型金矿床（海南抱伦铁矿床）、中温热液型银矿床（富

湾银矿）、斑岩型－接触交代型钨钼矿以及新生代以

来的表生类型矿床（残坡积型及砂矿）等。

１３２　典型矿床

区内成矿主要是与基底变形变质、混合岩化作

用有关的贵金属、稀有、稀土金属，与燕山期花岗岩

有关的锡、钨、铁、硫、铜、铅、锌、砷矿以及与中新生

代盆地沉积有关的油页岩和高岭土等。其他矿种有

铌钽、水晶、石棉、毒砂、钾长石、高岭土等。区内有

矿产地７８０余处，其中超大型矿床４处，如：海南省

乐东县抱伦金矿、富湾铅锌银矿、佛山市高明富湾银

矿、云浮大降坪硫铁矿；大型矿床７处，如：广东罗定

新榕银锰矿、肇庆（高要）鸡茏山钼矿、陆川清湖稀土

矿、信宜市前排镇水口村银岩锡矿、广宁五和镇重稀

土矿、海南石碌铁矿、海南蓬莱铝土矿、罗葵洞钼矿、

广东河台高村金矿床、广东河台云西金矿床、广东河

台长坑金矿床。如图２。

１３２１　海南抱伦金矿床

抱伦金矿区在海南省乐东县千家镇境内，抱伦

金矿床被评为全国２００７年金矿勘探领域新发现的

大型金矿床之一，金储量达８０ｔ（陈颖民等，２０１１）。

矿区处于东西向尖峰一吊罗深大断裂与九所一陵水

深大断裂之间，乐东盆地边缘地带（丁式江等，

２００１）。为受构造控制的含铋中温热液大—超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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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地质矿产图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ｐ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ＧｕａｎｇｘｉＭｅｔａｌｌｏｅ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１—成矿带；２—侵入岩体；３—断裂

１—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２—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３—Ｆａｕｌｔ

金矿床（丁式江等，２００１；陈颖民等，２０１１）或与“高热

花岗岩伴生的热液型矿”（谢才富等，２００６），也有人

认为其具有典型性的造山型金矿特征（李明艳等，

２００６）。

抱伦金矿区地层较简单，仅出露下志留统陀烈

组（Ｓ１狋）中段和下段，白垩系鹿母湾组（Ｋ１犾）报万组

（Ｋ２犫）。陀烈组主要为绢云母石英千枚岩和碳质千

枚岩；下白垩统鹿母湾组岩性主要为砂砾岩和含砾

砂岩，夹紫红色厚层状含砾富晶屑磷灰岩及紫红色

磷灰岩，与陀烈组呈断层接触，与上白垩统报万组整

合接触。下白垩统报万组岩石组成主要为砂砾岩和

含砾砂岩（舒斌等，２００４；刘章存，２０１５）。矿区褶皱

构造以豪岗岭为主，断层构造以北东向坝毫山—铁

弯岭逆冲断裂及北北西向断层碎裂构造带为主，后

者控制了矿体发育。矿区北西侧出露三叠纪（２４９±

５Ｍａ）尖峰岭正长花岗岩体，为金成矿作用提供了热

动力（谢才富，２００６）。

抱伦金矿区矿体主要分布于豪岗岭一带，目前

已圈定了十九个矿体（丁式江等，２００１）。抱伦金矿

区金矿体严格受构造控制，主要类型为石英脉及蚀

变岩型金矿，均出生于下志留统的陀烈组下段里，生

长于北北偏西向的抱伦式控矿断裂构造带内，成熟

于次级北北偏西向的构造碎裂糜棱岩带。Ｖ１－３号

矿体为抱伦矿区主矿体，分布于含矿破碎带中，矿体

走向３２５°～３４５°，倾向南西西，局部北东东，倾角７５°

～８５°。金的赋存状态为自然金和铋金矿２种。组

成矿石矿物颗粒的特征以自形不等粒状、半自形不

等粒状及他形不等粒状为主（刘章存，２０１５）。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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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黄

铁矿化及白云母化等，偶见钠长石化，其中硅化与金

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成矿流体包裹体特征和氢氧同位素研究表明，

成矿流体以岩浆水为主（丁式江等，２００１；陈柏林

等，２００１），成矿温度为１３７°～２８０℃之间。Ｃ同位素

显示流体中的Ｃ主要为岩浆来源，少量来源于围岩

中的海相沉积（变质）碳酸盐矿物；矿石中黄铁矿的

Ｓ同位素显示成矿热液中的Ｓ主体来源于花岗岩浆

（舒斌等，２００６）。

同位素显示成矿热液中的ｓ主体来源于花岗岩

浆，根据蚀变矿物白云母的 ＡｒＡｒ等时线年龄为

（２１８．８７±２．５１）Ｍａ（舒斌等，２００４）矿脉中水白云

母的ＫＡｒ年龄２１２±３．３Ｍａ（刘玉琳等，２００２），在

误差允许范围内基本一致，因此，该矿床为印支期形

成的金矿床。

１３２２　广东富湾银矿

广东富湾大型银矿床位于华南褶皱系粤中凹陷

内三洲上古生代断陷盆地的西北边缘，北北东向恩

平一从化断裂带与东西向高要一惠来构造带交汇部

位。它的发现填补了西环太平洋银成矿带超大型银

的空白（梁华英等，２００６）。

矿区内主要发育三叠系上统和石炭系下统地

层，矿区外围第三纪火山岩发育。主要控矿构造为

沿下石炭统与上三叠统不整合面叠加的断裂构造及

次一级的断裂带，区内未见岩浆岩发育，但根据物探

资料，在深部可能发育有隐伏侵入岩体。富湾银矿

矿化主要产于下古生界赋金硅质岩与下石炭统梓门

桥组角砾状生物碎屑灰岩之间破碎带及梓门桥组角

砾状生物碎屑灰岩破碎带中。银矿化主要以石英－

方解石－闪锌矿－方铅矿－银矿物脉形式充填于碳

酸盐岩及硅质岩破碎带中。矿体呈似层状，大透镜

状及脉状。含银矿物主要有深红银矿、黝锑银矿、硫

锑铅银矿及辉银矿等，多沿方解石或石英粒间充填

交代，有的沿方铅矿、闪锌矿及黄铁矿边缘熔蚀交代

（梁华英等，２０００）。流体包裹体均一法温度为１８５°

～２８０℃之间（毛晓冬等，２００３），该矿床为中温热液

脉型矿床（张湖，李统锦，１９９９）。

通过对同位素、稀土和微量元素等的研究，认为

银来源于深部富银地层（毛晓冬，黄思静，２００２；梁华

英等，２０００；梁华英等，１９９８；梁华英等，２００６）。通过

ＡｒＡｒ法测年（梁华英等，２００６６４．３±０．１Ｍａ），Ｒｂ

Ｓｒ同位素测年（毛晓冬等，２００３；６６±１２Ｍａ；梁华英

等，６８±８．５Ｍａ），认为矿床形成于银矿形成于晚白

至世末期到早古近纪早期。

１３２３　海南石碌铁矿

石碌铁矿位于海南省文昌县，被誉为亚洲最大

的富铁矿。已探明该矿区铁矿石储量达４．１６亿ｔ

以上（平均品位５１．１５％，最高达６８％），钴矿石储量

为３．５２Ｍｔ（平均品位０．３１％ ，最高达１．１％），铜矿

石储量为２．０８Ｍｔ（平均品位１．５８％ ，最高达１８％

（许德如等，２００８；ＸｕＤ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海南岛位于欧亚板块、印度一澳大利亚板块和

太平洋板块的交接部位，石碌铁矿位于琼西近ＥＷ

向昌江一琼海深大断裂和ＮＥ向戈枕韧一脆性断裂

的交汇部位。石碌铁矿区出露的地层有石碌群、震

旦系、石炭系和二叠系等，石碌群是该矿区的主要赋

矿地层，系一套以（低）绿片岩相变质为主的、浅海相

和浅海一泻湖相（含铁）火山一碎屑沉积岩和碳酸盐

岩建造，属青白口系（张仁杰等，１９９２）。震旦纪石灰

顶组是该矿区的次要含铁（锰）层位，为一套由厚层

变石英砂岩、含铁石英砂岩夹砂质碳质千枚岩及石

英粉砂岩等组成的陆源碎屑岩。岩体主要分布在石

碌矿区的南部、北部和西部。矿区构造主要为一轴

向ＮＷＷ 的复式向斜，该向斜 ＮＷ 端收敛、扬起，

ＳＥ端撒开、倾伏，自北而南，由北一向斜、红房山背

斜、石灰顶向斜等次级褶皱组成。石碌矿区铁、铜、

钴矿体与ＮⅣＷ 向向斜同步褶皱，且主要产于向斜

核部。石碌铁矿床受 ＮＷ—ＳＥ向复式向斜及其与

ＮＥ—ＮＮＥ向褶皱叠加所形成的横跨或斜跨褶皱的

严格控制；褶皱过程所伴随的剪切变形和高温塑性

流动是富铁矿形成的重要机制（许德如等，２０１１）。

矿区的南部和北部为海西期一印支期斑状／似斑状

（角闪）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矿区西部

为燕山晚期花岗斑岩、角闪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花

岗斑岩的ＳＨＲＩＭＰ法年龄为（９３±２）Ｍａ（王智琳

等，２０１１），花岗斑岩后期演化的热液对石碌铁矿床

的富化具有改造叠加作用。中生代岩浆作用主要发

生形成富矿作用，使赤铁矿发生磁铁矿化（廖震等，

２０１１）。

前人在石碌矿区共圈定铁矿体３８个。根据其

分布位置，把石碌铁矿大致分为北一、南矿、枫树下、

保秀、正美－大英山等五个矿段。石碌群第六

层中段是含铁主要层位，下段含钴、铜。铁矿体呈层

状、似层状产出，铁矿石的主要金属矿物有赤铁矿、

磁铁矿、镜铁矿等。矿石结构主要包括片状结构、鲕

状结构、变余沙状结构、细粒结构和粗粒结构。矿石

构造以条带状和块状构造为主。铁矿石分为原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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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和坡积矿石两类。热液蚀变作用主要表现为夕卡

岩化和青磐岩化。成矿过程可分为成矿过程划分为

５期：海底喷溢沉积期、区域变质期、矽卡岩期、石英

－硫化物期和表生期（余金杰等，２０１４）。

目前，对矿床的成因认识不一。包括，包括：①

接触交代成因；②铁矿为沉积变质成因、钴铜矿为热

液成因；③沉积变质成因或热卤水沉积加变质热液

叠加复合成因；④火山－沉积变质成因；⑤ＩＯＣＧ型

（许德如等，２００８）。沉积变质成因应为矿床的主成

因，该矿床应为多因复成矿床。

１３２４　广西油麻坡钨钼矿床

油麻坡钨钼矿床位于广西博白县，大地构造位

置处于云开隆起与钦州地槽交切部位，博白－岑溪

断裂的西南段。矿区出露的地层有志留系下统莲滩

群下组石英片岩，泥盆系下统莲华山组绢云石英片

岩、细砂岩、大理岩等和中统信都组轻变质－变质粉

砂质泥岩、细砂岩等。莲滩群下组是矿床的主要赋

矿层位。断裂以 ＮＥ向逆断层为主，ＮＷ 向次之，

ＮＷ 向断层切割ＮＥ向断层。ＮＥ向断层为本区主

要的控岩控矿构造。本区出露有油麻坡花岗质复式

岩体，年龄为１００～１０９Ｍａ（王炯辉等，２０１４）

矿床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与泥盆系下统莲花山组

及志留系大岗顶组灰岩、绢云片岩接触带中。矿体

产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沿ＮＥ—ＳＷ 向展布。矿

区的矿石类型主要为矽卡岩型白钨矿和石英脉型辉

钼矿。矽卡岩型白钨矿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有白

钨矿、磁铁矿、黄铁矿、磁黄铁矿、白铁矿、黄铜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榴子石、石英、方解石、萤石，次为

阳起石、绿帘石、透辉石、符山石、绿泥石、斜长石、白

云母等。石英脉型辉钼矿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有

辉钼矿、辉铋矿、辉锑矿、黄铜矿、闪锌矿、黄铁矿及

少量黑钨矿和微量自然金。矿石结构主要有细粒

状、粒状、交代结构。矿石构造以致密块状和浸染状

为主，其次为细一微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矿区围

岩蚀变主要表现为矽卡岩化、硅化、大理岩化、绿泥

石化、云英岩化、硅化、角岩化，绢云母化。油麻坡钨

钼矿床是与花岗闪长斑岩有关的岩浆期后中一高温

热液交代型矿床（付强等，２０１４）。

１３２５　广东云浮大降坪硫铁矿

粤西大降坪黄铁矿矿床位于位于广东云浮县，

云开隆起的东北部，是南方震旦纪地层中唯一的超

大型黄铁矿矿床。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震旦系，分

ａ、ｂ两层，ａ层岩性主要为含石榴石、红柱石、矽线石

的片岩夹石英岩，ｂ层岩性较复杂，变质程度低，以

石英岩、千枚岩、变质砂岩、碳质板岩、碳质粉砂岩为

主，夹硅质岩及薄层灰岩。矿区褶皱与断裂构造非

常发育，无论是地层还是矿体，同步紧密褶曲构造发

育．最主要的Ｆ４断层由一组大致平行的断裂组成，

块状矿石沿该断裂带分布．矿床主要由Ⅲ号矿体和

Ⅳ号矿体组成．Ⅲ号矿体以条带状矿石为主，Ⅳ号矿

体以块状矿石为主。矿石矿物组成简单，主要有用矿

物为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等为少量一微量矿物，矿

石构造除层状、条带状、块状构造外，条带状矿石中常

见沉韵律构造、层纹状、条纹状构造等。通过对矿床

地质特征、稀有元素、稳定同位素、ＨｅＡｒ同位素等

的研究，认为该矿床为产生海底热水沉积型矿床（杨

荣勇等，１９９７；李贶等，２００６；）。

２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重要矿种

资源潜力分析及成矿远景区划分

２１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该区位于欧亚板块、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接

合区，大地构造属于武夷云开岛弧系，随着构造频

繁强烈活动，岩浆也随之从四堡期至喜马拉雅期多

次活动，燕山期为岩浆活动鼎盛时期 燕 山期花岗

岩遍布全 区，火山岩也广布沿海地带，并带来丰富

矿产（覃慕陶等，１９９８）。

本成矿带内最早且成矿时间持续最长的为海南

石碌铁矿。该矿床的成因类型尚存在争议，存在夕

卡岩型、火山或火山沉积型、沉积变质热液改造型、

热卤水成矿型、火山变质型（中国科学院华南富铁矿

科学研究队，１９８６）以及多成因复杂类型（ＸｕＤｅｒ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等。许德如等（２００９）认为在大

约８４０Ｍａ年前，形成了石碌铁矿的矿源层—石碌

群，晋宁期以来（８４０～２５０Ｍａ）的褶皱变形和变质作

用富集成矿，其后（２４０～２１０Ｍａ）印支期—燕山期岩

浆活动改造成矿及燕山晚期（１３０～９０Ｍａ）的热液叠

加成矿。石碌铁矿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富铁矿，

与其多次叠加成矿富集作用密切相关。

广东云浮地区的硫铁矿形成于晚元古代开始活

动的古裂谷环境中。矿床位于吴川－四会断裂中

段，，云浮大绀山背斜的北东倾伏端。其赋存与震旦

系海相碎屑沉积岩中。矿石的条带状构造特征以及

与地层一起受褶皱、断裂改造，表明了其同生沉积的

特征。

位于华南褶皱系的五指山褶皱带内发育抱伦大

型金矿为岩浆热液型金矿床，近南北向区域大断裂

的次级北北西向断裂为主要的控矿构造，豪岗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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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背斜控制了矿床的空间分布。下志留统的陀烈组

浅变质岩为含矿围岩，成矿有关的侵入岩为２３６Ｍａ

的尖峰岭花岗岩（舒斌等，２００４），成矿时代为２１７～

２２１．２Ｍａ（陈颖民等，２０１１）其矿石类型为含金石英

脉型和热液蚀变岩型，蚀变主要为硅化（刘章存，

２０１５）。

燕山期为区内一期重要的成矿作用，主要表现

在华南西南部的陆川—博白地区的钨钼矿床，主要

有米场、安垌、油麻坡、三叉冲等矿床，产在白垩纪强

烈伸展的构造背景下。从１１３Ｍａ到１００Ｍａ，依次

形成米场角闪黑云花岗闪长岩、“米场黑云母花岗岩

＋油麻坡花岗闪长岩＋安垌岩体”、三叉冲岩、油麻

坡细粒白云母花岗岩。安垌矿床发育黑云母花岗闪

长斑岩、黑云母斜长花岗斑岩、花岗斑岩，主要蚀变

类型为主要类型有绢云母化、白云母化、硅化和弱碳

酸盐化。大部分成矿与云英岩化、硅化、绿帘石化、

黄铁矿化关系密切。而同一个区带内的米场矿床则

产在岩体与地层接触带的夕卡岩中。

粤中三水盆地长坑—富湾—西樵山一带的银矿

床是本区内生金属成矿中最新的一期，成矿时代为

喜山期（毛晓冬等，２００３；梁华英等，２００６）。矿床产

出在中新生代三水裂谷盆地南西缘，ＮＮＥ，ＥＷ 和

ＮＷ 向三条断裂构造的交汇部位。银矿化产于下古

生界赋金硅质岩与下石炭统角砾状生物碎屑灰岩之

间的破碎带以及生物碎屑灰岩破碎带中。矿体上盘

为硅质岩和炭质泥岩形成的不透水层，下盘为泥质

灰岩和页岩形成的不透水层。矿化以石英－方解石

－闪锌矿－方铅矿－银矿物脉形式产在破碎带中，

为独立银矿床。成矿物质来源于新元古代富银基底

地层燕山期的构造岩浆热时间使基底中的银得以初

步活化富集，喜山期进一步富集，正在构造软弱部位

成矿。有利的导矿－控矿构造，富银基底地层，多期

活化富集以及多次的火山－次火山活动形成的循环

地热系统是成矿的重要条件（梁华英等，２００６）。

进入新生代以来，本区进入表生成矿阶段，以残

坡积、淋滤作用为主，形成了一系列的砂矿和陆相表

生风化、残积、淋滤有关的Ｆｅ、Ｍｎ、Ａｇ稀土高岭土

矿床及铝土矿。

２２　重要矿种资源潜力分析及找矿方向

本区的重要矿种资源为金、银、钨、钼 等。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对涉及该区的矿种（除能源外）共有

铁、铜、铝、金、银、铅锌、锰、镍、钼、稀土、钨、锡、锑、

硼、重晶石等１５种进行了资源潜力评价，所获得的

２ｋｍ以浅预测资源潜力见表２。

表２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主要矿种资源潜力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犿犪犻狀犮狅犿犿狅犱犻狋犻犲狊犻狀犎犪犻狀犪狀犠犲狊狋犲狉狀

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犌狌犪狀犵狓犻犕犲狋犪犾犾狅犲犵犲狀犻犮犅犲犾狋

矿种

预测资源

量占全国

百分比（％）

累计查

明资源

储量

预测资源量

５００米

以浅

１０００米

以浅

２０００米

以浅

单位

金 ４．４２ ２４７０７４．９１１０９４１３ １３７５６０７ １３７５６０７ 千克

钼 ３．４２ ７０９０６７．８１５８４１１７ ２６６９８４６ ３０６０９０８ 吨

铅 ２．１０ １５９５０２４ ４０２２０４５ ４８３５３６２ ４８３８２９３ 吨

银 ２．０３ １１８８２．０１１１３３３．０５１４６５５．８４１４７３２．４６ 吨

锡 １．７９ ２１５９０９．７２０８４２０．２３３２５４５．９３３２５４５．９ 吨

钨 １．６０ ３８７１３．９２８９４６７．９４４３６３６．９４６６０４３．９ 吨

锌 １．２８ １８２４０１５ ５４０３４３６ ６４０８６９３ ６４１２７５７ 吨

稀土 １．１６ ５８７３８４．６３８１４４０１ ３８１４４０１ ３８１４４０１ 吨

锰 ０．５７ ３４７１０．４４１３１９１．１１１５９７５．７７１８４１５．０２ 千吨

铁 ０．５５ ３７７６４．４７３５９７２．５６１００６３４．４１０８７８１．１ 万吨

铜 ０．５１ ９８２８３３ １３０４７８０ １５２４９７０ １５７１７１４ 吨

铝土矿 ０．２８ ２４５０．６９ ３８６３．１６ ３８６３．１６ ３８６３．１６ 万吨

重晶石 ０．１９ ６６７．６６ ２７６６．８４ ２７６６．８４ ２７６６．８４ 千吨

硼 ０．１６ ０．００ ２９８．８９ ２９８．８９ ２９８．８９ 千吨

２３　勘查部署建议

区带内已有３个整装勘查区（见图３），分别为：

图３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远景区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ｓ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ＧｕａｎｇｘｉＭｅｔａｌｌｏｅ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１—成矿带；２—已设整装勘查区；３—重点远景区及编号；４—一般远

景区及编号

２５１—广东云浮地区金银铁矿重点远景区；２５２—广西陆川地区金

银一般远景区；２５３—海南石碌铁、金一般远景区

１—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２—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３—

ｋｅ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ｃｏｄｅ；４—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ｃｏｄｅ

２５１—ＡｕＡｇＦｅｋｅ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ｏｆＹｕｎｆｕａｒｅａ，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５２—ＡｕＡｇ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ｏｆＬｕｃｈｕａｎａｒｅ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ｒｅｇｒｉｏｎ；２５３—ＦｅＡ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ｈｉｌｕ，

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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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河台地区金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广东阳春盆

地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海南昌江－东方地区金

矿整装勘查区。

区带内根据最新潜力评价结果，重新划分了３

个一般远景区，分别为：①广东云浮地区金、银、铁矿

重点远景区，②广西陆川地区金银一般远景区，③海

南石碌铁、金矿一般远景区（见表３）。

表３　琼－粤西－桂东南成矿带远景区预测资源量及新发现矿产地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犻狀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犪狉犲犪犪狀犱狀犲狑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犻犲狊犻狀犎犪犻狀犪狀犠犲狊狋犲狉狀

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犌狌犪狀犵狓犻犕犲狋犪犾犾狅犲犵犲狀犻犮犅犲犾狋

序号 远景区名称 矿种
主要矿种预测资源量

３３４１ ３３４２ ３３４３ 单位
新发现矿产地

２５１
广东云浮地区金、银、重点

远景区

金 １３３９３５．４０ ３３６００．６０ ７５８７３．７０ 千克

银 ２３７７．９３ ０．００ １０２２．１８ 吨

广东省罗定市新榕银锰多金属矿、广东省

云浮市高枨银铅锌矿、广东省云浮市大金

山钨锡矿、广东怀集县大坪多金属矿

２５２
广西陆川地区金银一般远

景区

铁 １８１９．９ ０ １７０５９．３８ 千吨

金 ８８５１４．７４ １６７５６．１９ １６１４６．４３ 千克

２５３ 海南石碌铁、金矿一般远景区 金 １０１０３１ ２０６１１１ ２７５６ 千克

３　结论

琼－粤－桂成矿带地区存在着从晋宁期到喜山

期的多期成矿作用，矿床类型复杂，根据已有研究成

果，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燕山期的区域伸展背景下的岩浆作用为对

本成矿带内生金属成矿作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陆

川一带的钨钼矿直接是该期岩浆作用的产物，而其

他地区如石碌铁矿、富湾银矿等的矿源层或矿化层

也在该期得以活化富集；

（２）本成矿带矿产类型丰富，成矿系列较复杂，

存在着多期、多因成矿的特点。大型、超大型矿床成

矿如石碌铁矿、富湾银矿均为基底地层提供成矿物

质并在构造岩浆或变质作用下，长期活化富集成矿。

（３）成矿元素禀赋好的基底地层是形成大矿和富

矿的重要矿源层，如石碌铁矿的石碌群和富湾银矿的

新元古代地层，是形成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充分条件。

（４）本成矿带内金、银、钨钼等矿种资源潜力大，

是本区的主攻矿种。

（５）本成矿带矿产资源丰富，地质历史复杂，部

分地区工作程度较高，但近些年仍有一批大型、超大

型矿床发现，说明在本区仍需要加强成矿规律和矿

产预测研究，也说明本区有发现大型矿床的潜力。

（６）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结合研究区找矿最新进

展和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最新成矿，在琼－粤西

－桂东南成矿带划分了３个远景区，其中１个为重

点远景区，２个为一般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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